
科 技 日 报 社 出 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11-0315 代号 1-97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2023年10月31日 星期二

总第12566期 今日8版

本版责编 胡兆珀 高 阳 www.stdaily.com 本报社址：北京市复兴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38 查询电话：58884031 广告许可证：018号 印刷：人民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每月定价：33.00元 零售：每份2.00元

新华社北京 10 月 30 日电 中 共 中 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30

日下午在中南海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

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

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需要全体人民团结奋斗，妇

女的作用不可替代。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激励广大妇女自

尊自信、自立自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巾帼智慧和力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蔡奇参加集体谈话。

习近平首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全面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推进妇联

改革，不断健全妇女权益保障法治体系，持

续优化妇女发展环境，推动妇女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过去 5 年，各级妇联组织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履行引领、服

务、联系职责，动员组织广大妇女在推动高

质量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

贫攻坚、抗击新冠疫情、科技创新、乡村振兴

等主战场上奋勇拼搏，创新推进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用心用情做好维权关爱服务，持续

深化妇联改革，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不断

增强，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发挥。党中央对

妇联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对全国妇联新一

届领导班子寄予殷切期望。

习近平强调，妇女事业和妇联工作要始

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与党同心同行。要坚

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牢牢把握

我国妇女事业的政治属性和妇联组织的政

治定位，加强妇女思想政治引领，坚持不懈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引导广大妇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习近平指出，要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的战略部署，找准工作着力点，把党

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妇联工作的具体任

务。要激励广大妇女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发挥

自身优势和积极作用。

习近平强调，家庭和睦、家教良好、家风

端正，子女才能健康成长，社会才能健康发

展。做好妇女工作，不仅关系妇女自身发

展，而且关系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关系国家

发展、民族进步。要讲好家风故事，引导广

大妇女发挥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树立

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营造家庭文明新

风尚。要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强对年

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促进完

善和落实生育支持政策，提高人口发展质

量，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习近平指出，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儿童全面发展，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各级妇联组织要积

极主动作为，着力推动解决影响和侵害妇女

儿童权益的突出问题。要关爱帮扶低收入

妇女、老龄妇女、残疾妇女等困难妇女，配合

有关部门做好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关爱服

务。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工作要做在平常、

抓在经常、落到基层。

习近平强调，妇联是党和政府联系妇

女群众的桥梁纽带。要围绕保持和增强政

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继续深化妇联组织

改革，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打基础、增活

力，全面加强妇联党的各项建设。要树立

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深入调查研究，了解

基层妇女所思所盼和妇女工作所急所需，

推动资源和服务更多向基层倾斜。要加大

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

新领域建立妇联组织的力度，实现全覆盖，

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夯实党执政的妇女群

众基础。要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妇联干部队

伍建设，不断增强推动妇女事业高质量发

展、服务广大妇女群众、防范化解妇女领域

风险的本领。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要坚持党管妇女

工作原则，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加强对

妇联工作的领导，及时研究解决妇联工作中

的重要问题，为妇联组织开展工作提供支

持、创造条件。各级政府妇儿工委要切实发

挥职能作用，加强组织协调和指导督促，落

实好党中央关于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各项

决策部署。

全国妇联主席谌贻琴代表全国妇联新

一届领导班子汇报了中国妇女十三大的有

关情况和下一步工作考虑。全国妇联副主

席黄晓薇、蒙曼、王亚平作了发言。

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

参加谈话。

习近平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

坚 定 不 移 走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妇 女 发 展 道 路
组织动员广大妇女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巾帼力量

蔡 奇 出 席

科技日报北京 10 月 30 日电 （记

者刘园园）国家能源局 30日举行新闻发

布会，发布了 2023 年三季度能源形势、

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国家能源局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王大鹏在

发布会上表示，2023 年前三季度，我国

可再生能源发展不断实现新突破。

“2023 年前三季度，全国可再生能

源 新 增 装 机 1.72 亿 千 瓦 ，同 比 增 长

93%，占新增装机的 76%。”王大鹏说，截

至 2023 年 9 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

约 13.84 亿千瓦，同比增长 20%，约占我

国总装机的 49.6%，已超过火电装机。

同时，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稳步提

升。王大鹏介绍，2023 年前三季度，全

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 2.07 万亿千瓦

时，约占全部发电量的 31.3%。其中，风

电光伏发电量达 1.07 万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22.3%，超过了同期城乡居民生活

用电量。

“非化石能源发电投资增势良好。”

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董万成

介绍，今年前 8个月，非化石能源重点项

目投资在全国能源总投资中的比重超

过四成。太阳能发电完成投资额超过

3500亿元，其中，湖北、广东、云南、新疆

4个省（区）完成投资额同比增速均超过

200%。内蒙古一批百万千瓦级风电基

地项目稳步推进。广东、海南、福建等

地在建核电项目全面推进。

前三季度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72亿千瓦

科技日报拉萨10月30日电 （丹增平措 记者杨宇航）
30 日，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获悉，日前，经现场测

产验收，山南市加查县冷达乡巴达村水稻试验种植田喜获

丰 收 。 由 自 治 区 农 科 院 农 研 所 选 育 的 水 稻 新 品 系

“2021LS-68”亩产实现 1112.32 斤，标志着西藏自治区自主

选育的水稻新品系和高原水稻种植技术实现新突破。

据了解，加查县冷达乡巴达村，海拔 3177 米，年平均气

温 8.8 摄氏度。10 月 24 日，由自治区、山南市、加查县有关

农业科研单位人员组成专家组，根据农业农村部《全国粮油

绿色高质高效创建测产验收办法》现场测产。结果显示，该

试验田种植水稻新品系 20亩，实测面积 100平方米，实收水

稻籽粒 76.75 公斤，折合亩产 1112.32 斤。参加现场测产的

有关专家表示，自治区农科院农研所主持承担的“高产优质

型农作物新品种选育”项目选育出的水稻新品系，在海拔超

过 3000 米的地区能正常生长、发育并完全成熟，已取得了

阶段性突破，将为西藏中西部高海拔水稻品种选育、试验示

范等方面将发挥重要技术指导作用。

西藏自治区农科院农研所副研究员范春捆介绍，通过

区 域 化 试 验 示 范 ，目 前 已 初 步 选 育 的 水 稻 新 品 系

“2021LS-2”“2021LS-68”，不但适应年积温低和极端低温

的气候条件，而且主穗结实率达到 91.80%—97.40%。未来，

他们将进一步通过生产验证试验与示范，培育出适应高海

拔种植的水稻品种，助力西藏自治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

特色产业发展。

据悉，该试验田在科技人员的精心指导下，水稻种植与

田间管理全部由巴达村 8 户农民负责，此次水稻丰收意味

着他们已初步掌握了水稻种植基本技术。加查县副县长次

仁罗布表示，下一步，当地将加强与相关科研单位的交流合

作，在确保青稞种植率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科学合理示范

水稻种植。

西藏高海拔水稻
新品系产量创新高

科技日报北京 10月 30 日电 （记者何
亮）30 日，记者从三峡集团所属生态工程中

心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获悉，科研团队

日前在长江上游支流岷江流域开展珍稀濒

危植物疏花水柏枝专项调查工作时，发现了

疏花水柏枝新的分布点。

疏 花 水 柏 枝 是 国 家 二 级 重 点 保 护 野

生 植 物 ，生 长 在 长 江 水 位 涨 落 带 的 砾 石

滩 。 每 年 的 长 江 丰 水 期 ，疏 花 水 柏 枝 在

水下休眠，到了枯水期时，又开始迅速生

长 繁 殖 。 它 的 根 系 发 达 ，对 河 滩 水 位 涨

落 带 能 起 到 保 土 固 沙 和 绿 化 的 作 用 ，对

恢复长江生态环境和提升长江沿线两岸

风貌有着积极意义。

自 2007年以来，科研人员陆续在湖北省

宜昌市、四川省宜宾市和泸州市的部分区域

发现了疏花水柏枝新的分布点。本次新发

现的分布群落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境内，它们

或零星散落，或三五成群，苍劲的根部深深

扎入地下和岩石缝中，枝条遒劲枝叶繁茂，

最高的接近两米。

据了解，降水、温度、土壤类型和地下

水位等自然环境的改变均会对疏花水柏枝

的野外生存产生影响。野生疏花水柏枝种

群的发现，证明了长江两岸生态环境持续

向好。

此次新发现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该物种

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并为河岸带珍稀植物的

保护与利用奠定了良好基础。

长江上游发现野生疏花水柏枝新分布群落

科技日报北京 10 月 30 日电
（记者刘垠）10 月 30 日，记者从国新

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首届

“一带一路”科技交流大会将于 11月

6日至 7日在重庆举行。

科技部副部长张广军介绍，大

会以“共建创新之路，同促合作发

展”为主题，围绕政府间科技合作、

科技人文交流、产业创新发展、科研

范式变革、未来医学、开放科学及大

数据等议题，设置开幕式暨全体大

会、“一带一路”科技创新部长会议、

主题活动、圆桌会议及成果展示 5

大板块，10场主要活动。

重庆市副市长张安疆说，目前

已经邀请到 7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的 300 多名重要外宾出席，其中

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外院士、专家学

者、国外知名高校校长近 40 名。同

时，国内院士、高校校长、科研机构、

重点企业代表也将参会。

“本届大会紧紧围绕落实第三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科技创新’

合作行动，以及高峰论坛上达成的

多项科技创新合作务实成果，紧扣

‘十周年’和‘首届’两个关键词。”张

广军在回答科技日报记者提问时指

出，大会在活动安排和成果设计上

突出“新”和“实”，不仅系统总结十

年合作成果，搭建高能级科技合作

机制，并注重取得务实效果。

值得关注的是，大会将首次发

布以“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为主

题的重要报告，首次举办“一带一

路”科技创新部长会议，目前有来自

20多个共建国家的部长级嘉宾确认

参会。其间，还将举办“一带一路”

科技创新合作成果展，包括 80 多项

涉及诸多领域的合作案例，将生动

展现创新丝绸之路建设取得的务实

成效。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 10 周年。10 年来，在各方共同参

与和推动下，科技合作机制不断深

化，科研人员往来愈发紧密，科技合

作成果日益丰硕。张广军说，截至

目前，中国已与 80 多个共建国家签

署了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共同构

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的科技合作格局。

“面向未来，中国科技开放合作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我们将以更加积极的思维和举措推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加快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同各国携手打

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科技发展环境，为落实全球发

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积极贡献科技力量。”张广军表示。

本次大会由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

协、重庆市人民政府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国家发展

改革委作为支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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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卡车上的轮毂轴承、医疗设备上

的薄壁轴承、滑板车上的微型发光轴承……

这些都是我们轴承产业园里的‘高端’产

品。”10月 28日，河北省（邯郸）轴承产业技术

研究院展厅内，该院院长泮立成对科技日报

记者表示，科技引领传统轴承产业走向了高

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

走进河北天马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无尘

计量室，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工业机器人等截

面轴承映入眼帘。“这些薄壁轴承都是我们

自主研发的，最大直径可做到 2 米。”该公司

总经理庞书良介绍，他们生产的薄壁轴承应

用于医疗影像设备和工业机器人。

“走高端化产品路线，是我们发展的目

标。”馆陶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王鹏表示，轴

承产业是馆陶县的特色产业之一，目前有

157家轴承企业和 2000家轴承加工户。

轴承是现代机械装备的“关节”，其高

端化离不开科技创新平台支撑。“2019 年，

我们与河北工程大学等单位共同组建了

这 家 轴 承 产 业 技 术 研 究 院 。” 泮 立 成 介

绍，截至目前，他们已向企业转化科研成

果近十项。

钢材是高端化轴承的重要支撑。“为提

高重工业领域轴承内外套的精密度和韧性，

我们选用了 SKF3 钢材。”庞书良坦言，生活

用窗帘和轮滑车轴承均使用碳钢。

谈及碳钢，泮立成说：“2019 年，馆陶县

轴承协会制定出台了《滚动轴承—微型碳钢

深沟球轴承》团体标准，填补了国内微型碳

钢轴承标准空白。”

产业集聚增强产业实力和竞争力。“我

们以打造百亿级轴承产业集群为目标，建设

了轴承创意产业园区，目前已入驻企业 20余

家。”馆陶县轴承创意产业园区主任陈玉龙

介绍，这成为轴承项目落地和产业转型升级

的主阵地。

走进河北正航传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产品展示车间，较长的自动化悬挂设备引人

注意。“这条 200多米的自动化悬挂设备上安

装了数千个轴承。”该公司总经理李瑞鹏欣

喜地说，他们是园区从“单项轴承”奔向“成

套设备”的一个缩影。

从产品跟随到碳钢轴承标准引领，从

“小散弱”到智能化生产设备进车间。在轴

承产业迈向高端化的同时，智能化带动作用

不断增强。

在河北鑫荣轴承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

车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

一个个微型轴承正排队“走”上传输带……

智能化生产线为传统轴承生产“加速度”。

“我们 2021 年新购置了 12 条自动化生

产线，如今生产一个 608型轴承，从合套到最

后的注油压盖仅需 20 分钟。”该公司副总经

理刘继海介绍，智能化生产设备提高的不仅

是生产效率，还有产品质量。

不少受访企业负责人都表示，对产业升

级而言，智能化已成为关乎企业长足发展的

“必修课”。

与此同时，产业也正向绿色化转型。“我

们将轴承淬火和清洗工序进行了技改，将传

统的油浴淬火工艺改为了新型盐浴淬火工

艺，以往的煤油清洗剂改为了环保型清洗

剂。”馆陶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王振兴说，这

从源头上减少了挥发性有机物的产生，助力

“无废园区”建设。

企业上云，产业上链。谈及产业未来

发展时，馆陶县委书记王立伟底气十足：

“以前做生产，现在做市场。我们将以贸易

市场引导产业发展，加快国内外物流仓储

建设，不断向终端市场延伸，为产业升级孕

育新赛道。”

向 绿 向 智 向 高 端
—— 河 北 馆 陶 加 快 轴 承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本报记者 陈汝健

10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